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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于当代文学一直是生命蓬勃的。创作

初期，当整个文坛还在擦去“伤痕”，在新诗掀起的

小高潮里“浪漫”的时候，他却未师承当下，而是直

通中国传统文脉，活泼泼让“满月儿”笑成了蒲松

龄笔下的婴宁。随着距离拉开，当人们都在以关

照的目光聚焦家族史诗、民族秘史的时候，他却

“不合时宜”地讲着他的山匪与山民的故事，在陕

南一隅构建着自己的文学故乡。

早期至今的贾平凹，一直在求新求变中反观

世事、反叛自我。中年的困顿颓废中，他把镜头对

准“废都”里的自身剖白无遗而安妥灵魂；而后又

横空标明“我是农民”的身份，去怀念消失的狼与

山野的自然生态。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乡土题

材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久居古都的乡村士大夫”

（程光炜评语），贾平凹开始以深深的警惕心和敏

感的预见性，洞察人们在高速前行的历史进程中，

城乡罅隙间那些松动处的世情“螺丝卯”。

时至《暂坐》问世，他的文学艺术版图已然从

构建到扩张，气象越来越大。一个意思的现象

——研究其长篇小说的书名与后记，似乎能看到

贾平凹的创作一直求变的演进过程——他在不

断地往境界的“大”处去升华，往语言的“小”里去

述说。

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1987年），不言而

喻是一片广阔地域的命名；随后《浮躁》（1988年）、

《妊娠》（1989年）既是为州河两岸的故土写意，也

是为中国那一段历史转型期的时代命名和阵痛寓

言；而《废都》（1993年）至少也是以一座“西京城”

的“名义”来作为文人众生相的藩篱。相对于“州”

和“城”，其之后的长篇小说命名越来越“小”——

《高老庄》（1998年）、《古炉》（2011年）的命名，是一

村一庄式的，而《秦腔》（2005 年）、《高兴》（2007

年）、《带灯》（2013年）、《老生》（2014年）、《极花》

（2016年）则是以小说中的某个意象、某个人物来

直接命名；到了《暂坐》（2020年），更是“小”到了只

剩“须臾片刻的一坐”。

所谓心中有意，行之以象；意象既出，行文乃

止。“暂坐”作为一个不同于贾平凹以往作品的意

象名称出现，在微小如刹那间解读出“人生在世，

忽然而已”的意味。全篇21万字，一个茶庄、一群

女人，从雾霾围城开始，一桩接一桩的事情越来越

糟糕，直到局外人视角的伊娃彻底逃离此时、此

地，走的走、散的散，茶庄里的主角们也仅仅是暂

坐了片刻而已，乃至人生就是一场“暂坐”，每个人

来到世上都是“暂坐”。

追溯其在早期的《贾平凹集》后记中，曾铮铮

表达，“我追求一个莽苍的、旷达的东西”，认为艺

术的最高目标是在于表现作者对宇宙人间的感

应，建构属于自己的意象世界。《浮躁》后记中，他

立言要“以中国传统美的方法，表现当代中国人的

生活和情绪”。《怀念狼》后记中，也表明要将形式

的探索“建立于新汉语文学的基础上”，坚守汉语

文学独有的民族性。

但相对于如此浩然博大的艺术观的表述，到

了《秦腔》，他却只想虔诚地实现一个“小目

标”——“为故乡树一块碑子”，他只看见“农民是

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一步一步从土地

上出走”；到了《带灯》，只为一个乡镇女干部的短

信，他便走入村里老百姓的生死活法儿间，感佩于

怀，纠结不已；再到《暂坐》，一个常去暂坐的茶庄，

映照出身边那些女性原型们影影绰绰地在活色生

香中追求独立，又枝枝蔓蔓地被拉扯进时代的无

奈和辛酸中。

如果说之前他曾是一曲挽歌的唱师，现在则

只作为躲在雾霾般的迷幕背后那个自若的执笔

人，从不居高临下地指摘什么或批驳什么，他只是

在记录变化，一种政治、社会、文化气候下的事的

变化、人的变化，颇耐得鸡零狗碎地记录着。

在对文学“大势”探索数年后，如今的贾平凹

越来越“家常”和“日常”起来，愈发接近“街谈巷

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的小

说本原。也正如杜甫二十五岁时就有了“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晚年却开始“晚节渐于

诗律细”“老去诗篇浑漫与”。

浑然漫兴之间，贾平凹的创作越来越如他所

藏之石狮，有卧虎之态却从不张牙舞爪，精雕细刻

处的纹路也早已处处不着痕迹。风化过的石头，

眉目难分，但仍是石狮，立地顶天，神气具足。

◇方笑笑

眉目难分仍是石狮
——从贾平凹《暂坐》说开去

《暂坐》

贾平凹 著

作家出版社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担当

起该担当的责任，是中国

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崇高

风范和精神境界。站在历

史与未来之间，面对国家

“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机遇

和学校发展的关键节点，

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

干事创业的本领，以只争

朝夕的精神，履行好党和

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领导干部要强化政治

担当。对党忠诚是最根本

的政治担当。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

高级干部，要把对党忠诚、

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

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

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对党绝对忠诚是党的思想

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

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素

养。对党忠诚，就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严

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

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这种一致必须是发自

内心、坚定不移的，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得

稳、靠得住。

领 导 干 部 要 先 于 担

当 。 风 成 于 上 ，俗 形 于

下。领导干部作为“关键

少数”，是干事创业的“风

向标”“导航仪”，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都会潜移默

化影响整个单位和部门工

作氛围和精神面貌，是营

造担当氛围的“领头羊”。

领导干部要发挥乐于担当

的示范表率作用，带头担

当作为，带头承担责任，带

头营造担当作为的干事创

业氛围，以担当带动担当，

以作为促进作为，引领广

大师生善于担当，乐于担

当，把担当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写在日常工作中、体

现在实际效果上。

领 导 干 部 要 敢 于 担

当。敢于担当，就是要有

精气神。为官避事平生

耻。各级领导干部要事不

避难、勇于担事，既要有成

功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

又要有夙夜在公的责任担

当；既要有夜不能寐、寝食

难安的精神状态，又要有

一天当两天使、一个月当

两个月用的工作干劲，始

终保持这种激情、这种冲

劲 ，把 份 内 之 事 干 成 干

好。改革越深化，攻坚越

深入，情况越复杂。只有

带着问题深入实际，才能

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提

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建

议。坚持问题导向，沉下

身子，迈开步子，多到一线

摸实情、听实话，把调研工

作做深、做实、做细、做准，

避免形式主义。要有敢于

触及矛盾、解决问题的责

任担当，“不受虚言，不听

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

事”，把调查研究同推动学

校快速发展结合起来，同

落实本部门的中心工作结

合起来，同解决广大师生

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结合

起来。

领 导 干 部 要 善 于 担

当。“责重山岳，能者方担

之。”现在，很多事情都是

新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

发展变化，不断增强斗争

本领对我们履好职担好责

尤其迫切。要提高综合素

质，练就敢于担当的过硬

本领。要加强综合修养，

不断增强政治定力，提升

文化修养，增强科学决策、

狠抓落实、调查研究的本

领，力求在任何情况

下都能辨得清方向、

想得出办法、扛得住

压力、作得对决策。要加

强实践锻炼，不断丰富应

对各类特殊、复杂情形所

应具备的知识、经验和技

能，与时俱进更新知识结

构、增强各种能力，不断提

高担当本领，牢牢把握主

动权。要讲究策略方法，

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力求

事半功倍，辩证地发现、分

析、解决问题，坚持深入调

研、科学预判、谋定而动。

“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

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

学什么，使精神境界、素质

能力与岗位责任相匹配，

从而实现敢于担当与善于

担当的有机统一。

领 导 干 部 要 心 存 敬

畏。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

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坚

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

圣，坚持在法律授权范围

内履行职责，真正做到法

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

必须为，正确厘清情与法、

利与法、权与法的关系，做

到法律面前不为私心所

扰、不为人情所困、不为关

系所累、不为利益所惑，依

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

权。要作清正廉洁的表

率，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在

服务群众中锤炼党性，保

持自律，树立勇于担当作

为的良好形象。

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勇立潮

头、踏浪前行，继续推进学

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学校“创一流、建百

强”，建设特色鲜明的国际

知名、国内高水平大学而

不懈奋斗！

领导干部重在担当作为
◇宋阳

《一生自在》是季羡林先生年

近 90 岁时所作的一部散文集，在

已经经历了人生中许多的风雨

后，他循循善诱地将人生中的许

多智慧、做学问的方法都写进了

散文中。

当谈及人生，季羡林老先生在

书中写到：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

活得坦荡、清醒、自在。这是一部

漫谈人生感悟的作品，其中辑录了

季羡林关于个人修养、道德与品

质，对人间的世态炎凉、人生的悔

欲祸福、个人的命运取舍的思考，

关于对待爱情、友情，代沟等很多

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问题，看待事情

的态度等。“书卷伴青灯，足以慰平

生”——关于读书启蒙的书中自

在；“从容坦荡，心装万物”——关

于处世智慧的人间自在；“一念放

下，万般自在”——关于心胸豁达

的心境自在；“见识天地，遇见自

己”——关于海外求学的人身自

在；“与其完满，不如自在”——关

于了悟人生的生命自在。

“人生的旅途上，每个人都是

孤独的旅者。”季羡林先生一生顺

应本心，不为外物所扰。希望每

一位读者无论经历何种风风雨

雨，都能保持淡泊的内心，无论遇

到怎样的磨难，都能活得自在。

《一生自在》

季羡林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付缨棋（建科学院）

顺应本心 一生自在

《自控力》

【美】凯利·麦格尼格尔 著

王岑卉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自控力为何如此重要？相信

生活中很多人都在为自己无法控

制自己、一直保持自律，无法改变

拖延等坏习惯苦恼着。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

凯利·麦格尼格尔的著作《自控

力》就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它

阐述了人们无法控制自己抵挡

诱惑的原因，并启发读者从根源

上寻找方法；通过坏习惯引发的

自责、压力、焦虑等负面影响证

明了自控力的重要性；通过阐述

人的情绪、大脑的有限性，纠正

了许多人潜意识中对两者的固

有观念。此外，本书最与众不同

的是给予读者实操性极强的解决

拖延、改掉坏习惯和提高自控力

的训练方法。

利用 10 周，去实践并熟练书

中的方法，你将会更好地掌握自

己的时间和生活。

更好地掌握时间和生活
◇田 娜（化工学院）

理论滋养初心，思想引领行

动。《西安建大报》是我校宣传思

想舆论的重要阵地。为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推动学

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西安

建大报》决定开设“理论版”，刊

登干部、师生、校友理论学习、工

作思考的文章。

一、文章主题

1.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2.当前高等教育热点问题

及思考；

3.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思考；

4.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的研究

与思考；

5.其他相关理论文章。

二、文章要求

1.逻辑严谨清晰，语言精练

生动，观点鲜明正确；

2. 文 章 字 数 在 2000 字 至

2500字之间；

3.来稿文责自负，须注明

作者姓名、单位（部门）、联系

方式等。

三、投稿方式

电子邮箱：jdb@xauat.edu.cn

联系电话：029-82202902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诚邀您不吝赐稿，见报

付酬，稿费从优。

《西安建大报》编辑部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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